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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县里望乡上井村的一户人家，常
常成为村民的聚会点。乡亲们来探望这
位在十里八乡声名远扬的老木工王吉中，
也来参观他掌中的乡愁记忆。

9 月 5 日早，王吉中与杨印娃老两口
在家门前与老伙计道别。“80 多岁的老朋
友，常来看微缩农具，最喜欢说‘做真像
着’。”杨印娃说家里平时很热闹，老伙计、
新朋友都想来参观老伴儿制作的会“动”
的微缩农具。

扇车、风箱、碾盘、独轮车……25 件榫
卯结构的微缩农具放置在架子上，王吉中
小心将它们取出在桌子上排开，他轻轻转
动“纺线车”，一幅饱含乡愁的农耕图景徐
徐展开。

王吉中与木刻打交道已有 55 年。“18
岁，就开始做木工了。”他回忆道，“一开
始，做家具，衣柜、书柜……慢慢地，手艺
越来越纯熟，做起仿古建筑了，牌楼、茶
楼、民俗村……”

“ 那 些 都 是 大 项 目 ，一 做 就 是 十 几
年。”杨印娃赶忙补充。

微缩农具木刻与这些大项目可不同，
光是工具就要小好几圈。王吉中拿出 8
件大大小小的凿子与刨子介绍：“工具也
是自己制作的，要符合小农具的尺寸，才
方便木刻。”对他而言，制作工具是极其简
单的一件事，因他青年时就与这些伙伴打
交道，做得木刻越多，工具就坏得越多，制
作工具也成了常事。木刻工具中，还有一
把尺子，用于测量比例，陪伴老人近 30 年
光阴。尺子上标有 1：300、1：400、1：500，
老人就是靠它来等比例缩小农具。

找到农具实物，观察、测量、计算、画
图纸，将其等比例缩小；选料，楸木、槐木、
桑木、桐木、枣木，发挥木材特性；放料，
裁、推、刨，木材原料成比例缩小成为零部
件；打磨、画线、安装榫卯结构。如是，王
吉中手中的微缩农具得以诞生。

王吉中家里并没有那么多传统农具，
夫妇二人就踏上了寻找之路，邻居家、邻
村家，几乎家家都转过，就为了找到这些
农具实物。“仅靠一个人保存那么多传统
农 具 ，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好 多 早 已 失

传，现在的孩子大都没见过。”杨印娃回
忆在不同的人家遇见不同的农具，一张
列有 33 件农具的清单得以列出，“实际
上计划制作 50件传统农具。”

“是。争取 2023 年把这些微缩农具
都制作完。”王吉中继续道。“但他现在腰
疼得厉害，进度放慢很多。”杨印娃赶忙
说。

腰疼，正是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
2021 年 6 月，王吉中夫妇开始微缩农具的
制作工作，一直到 2022 年末，才有了如今
的规模，王吉中的腰也不堪重负起来。

每天伏案木刻 5 个小时，老花镜、放
大镜齐上阵，吹开木屑，一件件制作精美、
细节完整的微缩农具成型。为了还原农
具的基本功能与外貌，并兼具微缩尺寸下
农具各部件间的协调性，王吉中需要反复
打磨手中的木材，用毫米计算放置角度，
一遍遍细致观察。在这段时间里，王吉中
与杨印娃各自忙碌，一个用纯熟的技艺刻

出传统农具，一个制作着喜庆的花灯。“他
的手在那段时间就没好过，全是伤口，都
是纯手工制作，打磨木材的时候稍不注意
那凿子就上手了。”杨印娃回忆起那段时
光，心疼着自己的老伴。

这 对 搀 扶 着 走 过 50 余 年 光 阴 的 夫
妇，比谁都更了解对方。正如杨印娃明白
制作过程中的不易与艰辛，甚至连扇车的
制作工艺都能倒背如流，裁成细条、调整
弧度、层层压实、粘贴牢固、设计可拆卸维
修处……更明白老伴儿脑海中不断构思
的一件件农具，承载着他们自儿时起就鲜
活着的乡村生活，以及随着时代发展逐渐
淡去乡土记忆。

“我们想留住它们，哪怕是为了年轻
人口中一句‘这是什么？都没见过，太巧
妙了吧！’”杨印娃提及的茗茗是村里的大
学生，暑假来家里串门，发现了这组微缩
农具，一边新奇地“使用”这些农具，一边
直说这是自己从未见过的。

王吉中老人的“掌中记忆掌中记忆”
本报记者 牛嘉荣关公信仰是华人世界

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关公个人身历其间的历史时期，是
一场忠义和野心、仁爱和残暴、诚信和欺
诈的决斗。从现实政治上说，魏蜀吴三方
其实谁也没有胜利，就连依靠野心和阴
谋手段统一天下的西晋，也不过四十五
年的国祚，也不能算作胜利。这一段历史，
只是一场价值观的斗争。从文化价值上
说，其结局是忠义战胜了野心，仁爱战胜
了残暴，诚信战胜了阴险和欺诈。胜利者，
应该是关公，应该是刘备和诸葛亮等人。
忠义精神的坚守和传承，比起它一时的局
部的胜利还要重要。而一切阴谋和野心，
一切强权和暴力，即使得逞，也是短暂的，
也会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报复。

关公以自己的悲剧人生，实践了的
就是这些，昭告了的就是这些。

一段三国史，无非明善恶之辨，宛然
一部春秋。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把关公和
孔子的“文圣”并列尊奉为“武圣”，尊奉
为“国家神”，应该说是有政治眼光和文
化眼光的。

关公信仰，从关公逝世后就开始形
成，已经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风云。

关公本人波澜壮阔的人生实践提供
了真实的依据，文学艺术形式塑造了关
公的完美形象，历代朝廷的褒封提升了
关公的至高地位，各种宗教的融入普及
了关公的全民崇拜，关公信仰已经形成
了一种延续时间漫长，涵盖地域广泛的
文化现象。

中国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度；中国
人，是世界上最具有精神崇拜情结的族
群。与西方人崇拜上帝不同的是，中国人
真正崇拜的，不是传说中超自然的神灵，
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是那些用
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天地泣鬼神的人。在
漫长的历史时期，文盲人口的众多和文
化传播方式的落后，广大民众不可能用
儒家文化思想理论武装头脑，最简单的
普及的方式就是在历史上选择一位体现
了儒家文化价值、道德理想和人格标范
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楷模，作为大家的人
生榜样。

关公就是这样一位最理想的人物。
关公的精神，主要是忠义二字，这是

关羽终其一生的自觉实践和行动准则。
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全部精神积
淀，就是华夏之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

关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价值观。不分时代和地域，不分种族和阶
级，不分尊卑穷富，不分男女长幼，这几
乎是中国人的最普遍的文化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
有着偌大面积的尚未统一的宝岛，有着不同社会制度
的地区，有着大相径庭的语言文字，有着五花八门的生
活习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思想信
仰和心理状态，政治观点和生活态度，都是难以完全统
一的，也是不必要完全统一的。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国内各民族，两岸各党派和政治实体，东北亚、东南亚
汉文化圈和华侨华人世界，需要有共同点，需要有共同
的文化认知。由于历史原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诉求
的不同，这样的共同点和文化认知不会很多。

好在，我们都在继承和发扬关公精神。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华夏子孙，尽管政治制度、宗教
信仰、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但
是，在尊奉关公、敬重关公这一观念形态上，是一致的。
两岸三地的关庙祭祀活动，为关公文化的广泛普及和
深入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解州关帝庙和常平祖
庙，关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驿站如许昌关宅、荆州关
衙、当阳关陵、洛阳关林，还有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
关庙，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众多关庙，每天都会迎来
内地各民族、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的关公信众。

同样，旅居于众多国家的海外华人，也没有忘记故
土的这位历史人物，这位民族之神。他们居住的华人
区，建立了关庙，进行着各种祭祀活动，表达着对华夏
故国的怀念和期望。美国旧金山，韩国首尔，日本横滨、
神户、函馆，越南河内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帝汶帝
力、澳大利亚墨尔本、泰国曼谷……都有海外的著名关
庙。

关公的精神，不只是教育和感染着中国人，还会影
响所在国人民对关公的崇拜。

据统计，世界对关公的崇拜和信奉，已达一百六十
八个国家和地区。

关公信仰，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
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都
是取消不了的。中国文化向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
儒家道德体系，关公偶像崇拜，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崇拜关公，实际上并不是、或者说
并不完全是诚服他的神异的灵验，不是乞灵于他的神
力，而主要是诚服他的道德人格，他的伦理品质。他的
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他的品性，就是
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他所坚持和实践的春秋大
义，是我们民族生命的 DNA，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遗传
因子。崇拜关公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史。在中国
广袤的国土上，在两岸三地的民众中，在华人世界的人
群中，这是大家共同的文化向往，是大家对中国传统文
化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是所有中国人民和华裔群
体一致的民间意识形态。关公偶像崇拜，超越了政治信
仰，是我们的共同宗教。

关公信仰，是我们精神家园里的文化珍藏。她是凝
聚我国众多民族和十多亿全球华人的精神轴心，无疑
会对我国多民族的团结、对海外华人的团结起到巨大
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受政治信仰的约束和政权体
制的限制，找到共同的话题，就有了心灵沟通的桥梁，
就有了感情交流的纽带。

关公信仰，理智而真诚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关公信仰，是以神
化和迷信的形式表现的。

但是，即使是迷信，也源于人民对
他的崇敬和爱戴，对他的信仰和期盼：

不分地位，不分地域，不分贵贱，不
分行业，不分民族……所有的人都崇敬
着他，也相信他在保佑着所有的人。

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说：亘万古而
为神。

当代台湾学者南怀瑾说：民心即天
心，神由人兴。

一个人，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里，
那就是神了。关公正是这样。

关公就这样成为了神。
神是人类精神需要的产物，是人们

不能完全解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时
的 虚 幻 化 向 往 ，是 人 类 严 肃 的 自 我 欺
骗 。人 的 强 烈 追 求 而 又 难 以 达 到 的 境
界，就只有用虚幻的神来实现和替代。
关公的忠义精神和英勇品格，是人们的
共同追求，又让深陷于世俗社会中的人
们难以企及。朝廷和民间，贵胄和平民，
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朝廷更注重
关公的“忠”，民间更崇尚关公的“义”；
成为统治者的民族强调的是“忠”，被统
治的民族则强调的是“义”；然而忠和义
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历史的进程和阶级
的演变，使忠义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
使关公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神祇。

在人们的心目中，神代表了正义的
褒奖和惩戒。关公的悲剧结局和死后的
影响，符合人们的这种爱憎情绪和心理
向背。人们以他为神，是自然而然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封侯，宋
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
天尊。历朝历代，朝廷民间，三教圆融，
在敬奉关公为神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达成了共识。关公崇拜融入中国主流思
想文化之中，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也
进入了中国的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内容。

关公被尊奉为神，尊奉为最高级别
的神祇，是他道德精神的民间、朝廷、宗
教的共同认定，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中
国人民是一个崇尚英雄崇尚道德的民
族 ，关 公 就 是 人 民 必 然 选 择 的 崇 拜 对
象。历代朝廷和各种宗教只是尊重了民
意，利用了民意，或者可以说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民意。

在中国，在所有中国人民的心里，
关公神的地位就这样定型了。

神的物化表现，是神像和供奉神像
的神庙，是为庙貌。关公在中国享有规
格 最 高 的 神 庙 ，也 享 有 数 量 最 多 的 神
庙。随着朝廷对关公不断加封，关公神
的名号也越来越多：关王，关老爷，关夫
子，关帝，关圣，武圣，等等，不一而足。

供奉关公的神庙，也名堂繁多：关王庙、关帝庙、武庙、武
圣庙、文武庙（与孔子同祀）……在全国各地无处不在，成
为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建筑物。九州无处不焚香，北至白
山黑水，南到天涯海角；西起雪域边陲，东到祖国宝岛，关
公的祀庙香火繁盛。具体的数目当然已经很难统计，但数
以万计是绝不夸张的；庙貌遍天下，无处不焚香，是绝不
夸张的。

在海内外所有的关庙中，地位最独特，规模最浩大，
祭祀最隆重的，是解州关帝庙，当地人和一些学者誉之为

“关帝祖庙”“武庙之冠”。解州关帝庙庙宇格局为前朝后
宫，有端门、雉门、午门三重门庑，还有文经门、武纬门、牌
坊、回廊，与皇宫一样的规格。朝廷祭祀关帝，自明代已经
确定为国家大典，钟磬器物，祭礼颂文，规格内容，皆有定
式。在清代雍正年间，朝廷钦命全国县级以上州城府治，
都要建立关帝庙，并于春秋两季，例行祭祀大礼。还是雍
正朝时，朝廷又诏令全国关帝庙正式命名为武庙。关庙和
孔庙正式并列，一文一武，文圣武圣，正式由国家确认。

关公已经成为“国家神”。
这就说明，迷信只是一种形式，焚香磕头，虔诚祭拜，

只是为了表达人们内心的崇拜和敬意。关公受到这么多人
的敬仰，进而演化为迷信，总是有其合理的原因：这就是他
的精神感召和人格魅力。关公的一生，是实践春秋之志的
一生，是大仁大义的一生，绝伦逸群，至大至刚，光明磊落，
浩然正气；忠贯日月，义薄云天，仁济苍生，勇冠古今。他将
立万世人极，树人伦师表；他将成为华夏之魂，他将代表民
族精神。

古代的芸芸众生大多都不读书识字，还不能做到以
儒家精神来武装头脑，只能在历史上寻找一位具备这样
道德理想的人物做范本。这个人物就只有关公。人们的目
光就锁定到关公身上。朝廷尊奉关公，是仰仗他的忠义精
神统一思想；宗教尊奉关公，是仰仗他的道德人格凝聚人
心。以那个时代普遍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环境，自然就会以
他为神。迷信他，就是选择他为自己神格化的偶像。

是神化，是偶像，是迷信，但这是中国人的理智而真
诚的选择。

关公一生的行为，人们有理由认定，他是仁爱的化
身，一切好事都是他帮助人们实现；他是正义的化身，一
切邪恶的行为都会受到他的严厉惩罚；他是道德的化身，
一切无耻的行径都会被他训诫；他是神通的象征，一切愿
望都是他帮助人们达成。他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的
生活中无所不在。迷信也罢，虚幻也罢，偶然巧合也罢，善
意编造也罢，都是因为他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的
一切心愿，当然会祈求他，当然会依靠他，当然会仰仗他！

信奉关公，就是像关公那样做人，就做不得坏人和小
人；

信奉关公，就是像关公那样做事，就做不得恶事和虚
伪的事。

对崇高的敬畏和向往，是人类的共性。神是人的造
就，是人们把关公造就成了神：他的神勇和忠义最符合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受到儒家推崇，佛、道又借助
他在朝野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来扩大宗教影响，共同推崇
其为偶像。于是关公便以一位真实的历史英雄人物，逐渐
演变为人们心中的神之至尊——东方之神。

关公就是因为这样，被朝廷神化，被宗教融合，被民
间迷信。

——这才是关公信仰的实质和内涵，神化和迷信只
是它的形式和表象。

关公，是一个人的神话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

让
关
公
精
神
走
向
不
断
发
展
的
现
代
社
会
（
下
）

■
王
西
兰

本报讯 石刻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河津市三晋文化
研究会历时三载辛勤努力，顺利完成了《三
晋石刻大全·河津卷》（上、下册）的编纂工
作，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
发行。9 月 5 日，河津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举
行了首发仪式暨碑刻拓片精品展。

河津地处黄河汾河交汇地带，域内层
峦雄踞，大河奔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真武庙、台头庙、玄帝庙、高谋庙、薛仁贵
寒窑、卜子夏墓祠、司马迁故里、王通弹琴
处、王绩隐居洞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禹
门口景区、梯子崖景观闻名遐迩。

从 2021 年开始，河津一批文人学者

在河津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组织领导下，秉
承前辈之志，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厚
的家乡情怀，史海钩沉，苦心孤诣，艰难跋
涉，孜孜不倦，历时三年收集与编撰，终于
完成了《三晋石刻大全·河津卷》编撰工
作。

《三晋石刻大全·河津卷》是一部珍贵
的金石录，还是一部恢弘的河津编年史。
全书 1000 余页，大 8 开装，上下两册，共
180 万字，收录了上迄汉光和二年（179），
下至北朝唐宋元明清以及现代石刻 598
通，时间跨度 1800 余年。其中现存 483 通、
佚 失 115 通 。收 录 的 石 刻 类 别 包 含 了 造
像、经幢、墓志、碑碣、摩崖石刻、建筑构件

等，内容则涵盖了造像题记、佛教经文、志
铭文记、官方文告、修桥建庙、乡规民约、
水利契约、诗文书画等。收录碑刻图片 400
余幅，按类型可分碑、碣、墓志等，范围遍
及河津市城乡村落。

该书历史文化信息非常丰富，内容纵
横千年，包罗万象，是一部供后人“考地
域、查历史、兴水利、博物产、知风俗、观社
会、访故事、补文缺”的大型工具书。

该书由河津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张金龙主编，张学涛、袁国华、赵永刚、
马 鹏 亮 、杨 成 娃 、台 念 照 等 17 人 参 与 编
辑、拍摄、拓片等。

（吴晓征）

《三晋石刻大全·河津卷》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 者 郭 华）9 月 3 日 ，
2023 环中国自驾游集结赛——万里黄河
生 态 之 旅 山 西 永 济 站 在 鹳 雀 楼 景 区 开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自驾车、房车
车手齐聚这里，感受蒲坂魅力和黄河文
化。

参赛选手从鹳雀楼前计时发车，沿黄
河一号旅游公路展开比赛。途中需经过
尊村引黄一级站、惠畅老粗布产业园、五
老峰景区进行签到打卡，终点至神潭大峡
谷景区。参赛选手在体验比赛乐趣的同

时，通过打卡各个地标点，多角度、深层次
感受永济市水利工程、非遗技艺及秀美的
自然风光，深度了解永济市黄河精品自驾
游资源。

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文旅推介活动。
鹳雀楼、普救寺、神潭大峡谷景区的推介
官分别对鹳雀楼景区、黄河湾营地项目、
五老峰景区、普救寺景区、西厢记演艺项
目、神潭大峡谷景区资源进行现场推介。
推介过程还穿插有舞蹈、蒲剧等独具地方
特色的文艺表演，让在场的观众近距离感

受永济特色风土人情。
永济站比赛路线的规划从比赛难度、

黄河风光和经济景观三方面有机结合，将
永济沿黄自驾精品旅游线路与国际二级
汽车拉力赛相结合，以沿黄自驾精品路线
为“线”，串联起境内山水生态、红色文化、
产业园区、景区景点等“点”，创新动能，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黄河生态之旅山
西永济段文化旅游品牌，推进永济全域旅
游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生态、历史、文化
融合转化，助力乡村振兴。

2023环中国自驾游集结赛——万里黄河生态之旅山西永济站开赛

传承关公文化传承关公文化 共创现代文明共创现代文明

王吉中和他的微缩农具。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9 月 6 日，“乐善万
荣 妈 妈 团 群 众 才 艺 大
赛”首场半决赛（县西片
区）在万荣县后土祠文
化广场举办。

秋风徐徐，来自万
荣县西片区 7 个乡镇的
34 个妈妈团 432 名演出
人员联袂奉献了一场精
彩 演 出 ，吸 引 了 周 边
2000 余 名 群 众 前 来 观
看。演出现场，各妈妈团
演员精神饱满、情绪高
涨，舞蹈、戏曲、律动操
等节目形式多样、多姿
多彩，生动展现出万荣
群众热爱家乡、共促发
展的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闫 鑫 摄


